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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二单元第一节——大气圈与大气运动 3

研制人：陈学耘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10.12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示意图等，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环流原

理，并解释相关现象。

1. 运用示意图等资料分析热力环流产生的原因，并解

释相关现象。(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
2. 运用等压线、等压面图等资料，判断风向、风力大

小，并绘制风向、等压面、热力环流等图。(地理实践

力)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31—33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二、大气的水平运动

1．风的形成过程：地表受热不均→同一水平面上产生气压差异(水平气压梯度)→水平气压梯度力→空气的水平

运动，即风。

2．风的形成原因
直接原因：水平气压梯度力

根本原因：地表受热不均

3．受力分析(北半球近地面)

符号 F1 F2 F3
类型 水平气压梯度力 摩擦力 地转偏向力

方向 垂直于 ，由高压指向低压 与风向相反
总是垂直于风向，北半球向 偏

转，南半球向 偏转

4.高空中的风和近地面的风比较

类型 受力 风向 图示(北半球)

高空中

的风
水平气压梯度力和 与等压线

近地面

的风

水平气压梯度力、 、
与等压线

[温馨提示]
图示影响风力及风向的因素(以北半球为例)



2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一：大气的水平运动

一、地理情境激趣

这首诗抓住叶、花、浪、竹四种自然界物象在风力作用下的易变现象，间接地

表现了风的种种形力、魅力与威力，也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二、核心素养培优

1．风是如何形成的？(综合思维)

2．结合日常观察思考，诗中所写的“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时，风速会有何变化？(地理实践力)

拓展延伸：

1．影响风的三种力

作用力 方向 大小
对风的影响

风速 风向

水平气压梯度力
始终与等压线垂直，

由高压指向低压

等压线越密集，水平气

压梯度力越大

水平气压梯度力越

大，风速越大

垂直于等压线，由高

压指向低压

地转偏向力 始终与风向垂直
大小随纬度增加而增

加，赤道为零
不影响风速大小

北半球使风向右偏，

南半球使风向左偏

摩擦力 始终与风向相反

大小与下垫面性质有

关，下垫面越粗糙，起

伏越大，摩擦力越大，

反之越小

使风速减小

与其他两力共同作

用，使风向总是与等

压线斜交

2．三种不同受力情况对风向的影响

风是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和摩擦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水平气压梯度力是形成风的直接原因。受力

不同，风的表现也不同，具体如下表所示：

类型 受力状况 风向 风压规律 图示

理想状

态的风

只受水平气压梯度力影

响

风向由高压指向低压且

与等压线垂直

高空的

风

水平气压梯度力与地转

偏向力共同影响
风向最终与等压线平行

在北半球背风而立，右

边为高压，左边为低压；

南半球反之

近地面

的风

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

偏向力和摩擦力共同影

响

风向最终与等压线斜交

在北半球背风而立，左

前方为低压，右后方为

高压；南半球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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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巧]
1．风向判断“三部曲”

(1)确定水平气压梯度力。若等压线较平直，垂直于等压线，由高压指向低压，即为水平气压梯度力的方向；若

等压线较弯曲，该点恰好在等压线上，则过该点作所在等压线的切线，过切点作垂直于切线的虚线箭头，由高

压指向低压，即为水平气压梯度力的方向(若该点不在等压线上，需大致画出该点经过的等压线)。

(2)确定地转偏向力。分清所示南北半球，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

(3)确定最终风向。近地面：在三力共同作用下，风向与等压线呈一定夹角(30°～45°)。高空：风向与等压线平行。

近地面风(北半球)

高空风(北半球)

2．风力的判断

风力的大小取决于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大小。

(1)同一幅图中，等压线密集处，水平气压梯度力大，风力大。如下图(单位：hPa)，风力：A＞B＞C＞D。

(2)不同图中，比例尺相同，相邻两条等压线数值差越大，风力越大。例如，下图(单位：hPa)中 A处的风力大于

B处，C处的风力大于 D处。

(3)不同图中，等压线疏密和等压差相同时，比例尺越大，风力越大，如下图(单位：hPa)中 B处风力大于 D处。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读图，回答 1～2题。

1．图中能正确指示北半球近地面风向的是( )
A．A B．B
C．C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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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水平气压梯度力不能影响风速

B．地转偏向力只改变风的速度

C．高空大气运动受摩擦力作用不明显

D．摩擦力只影响风速，不影响风向

下图为 2020年 9月 7日 17时海平面等压线分布图(单位：hPa)。读图，完成 3～4题。

3．下列城市中，风力最大的是( )
A．广州 B．上海

C．重庆 D．拉萨

4．此时长春的风向为( )
A．偏北风 B．偏南风

C．偏东风 D．偏西风

下图示意某一等高面。P1、P2为等压线，P1、P2之间的气压梯度相同，①～⑧为只考虑水平受力，不计空气垂

直运动时，O点空气运动的可能方向。据此回答 5～6题。

5．若该图表示北半球高空，且 P1数值小于 P2数值，则 O点的风向可能为( )
A．③ B．④

C．⑦ D．⑧

6．若该图表示南半球近地面，且 P1数值大于 P2数值，则 O点的风向可能为( )
A．③ B．④

C．⑥ D．⑦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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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检测】（作业时长 25 分钟）

等压面是指气压相同的面，等压线是指同一水平面上气压相等各点的连线。下图为等压面与等压线示意图。读

图，回答 1～2题。

1．图中气压( )
A．P1>P2>P3 B．P2>P1>P4
C．T2>P2>P3 D．T2>T1>T0

2．近地面的风向为( )
A．南风 B．北风

C．东风 D．西风

读“北半球某区域等压线分布图”，回答 5～6题。

5．图中①②③④四个箭头中，表示风向正确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6．图中①②③④四处风力最大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下图为“某气象科学家绘制的局部地区某时气压(单位：百帕)分布图”。

读图完成 7～8题。

7．图中风速最大的点为( )
A．甲 B．乙 C．丙 D．丁

8．甲、乙、丙、丁四点的风向依次是( )
A．西北、东北、东南、西北

B．东南、西南、东南、西南

C．西北、东北、西北、东南

D．东南、西南、东南、西北

下图为“北半球某气压场受力平衡时的风向图(单位： hPa)”。读图回答 6～7题。

6．图中表示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摩擦力和风向的字母依次是( )
A．a、b、c、d B．a、b、d、c
C．b、a、d、c D．c、b、a、d
7．图中决定风速大小的力主要是( )
A．a、d B．c、d C．a、c 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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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山东济宁期末)下图所示为 2019年 1月 19日某时刻我国东部海平面等压

线分布(单位： hPa)。读图完成 13～14题。

13．①地风向为( )
A．东北风 B．西北风

C．东南风 D．西南风

14．下列地点中，风力最大的是( )
A．①地 B．②地

C．③地 D．④地

下图为“某地高空同一等压面上等高线变化图”。甲、乙、丙三地对应的近地

面为甲′、乙′、丙′，由甲到丙海拔逐渐降低。据图完成 15～16题。

15．最能反映沿MN线对应剖面的近地面气压分布状况的是( )

16．此时乙点的风向为( )
A．东南风 B．南风

C．西北风 D．北风

17．阅读图文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风能是备受青睐的绿色能源，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可能正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这个能

源“新星”。国家气候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近 50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风速越来越慢——也就是说，

风变小了。

材料二 某海岸附近的等压面示意图。

(1)当发生材料二中图示情况时，应出现于下图中的________(时段)。

(2)由材料一：近 50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风速越来越慢——也就是说，风变小了。若材料二为我国现在的等

压面示意图，则图中 a、b间等压面的弯曲程度应该比 50年前________(填“变大”或“变小”)了。

(3)试在材料二图中画出此时的热力环流方向。

(4)下图为材料二图示地区的水平气压分布图，图中箭头表示 c处的最终风向。试在图中标出水平气压梯度力(F1)、
地转偏向力(F2)、摩擦力(F3)。


